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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惠民县水利局史志编纂室编纂的《惠民县水利志》，经编纂

人员历五年茹苦，现已付梓。这是有史以来惠民县的第一部水利志

书，实是可庆可贺。

惠民县地处黄河下游的鲁北冲积平原，属温暖带季风气候区，春

旱、秋涝、晚秋又旱是惠民县的降水特点。在历史上，由于历代封

建王朝腐败无能，治水之举时兴时废，只治其表不治其本，致使工

程基础薄弱、洪不能挡、涝不能排，旱不能浇、碱不能除。惠民人

民只能听天由命，靠天吃饭。数千年来，在许多历史文献中，给我

们留下了无数计大旱时膏赤地千里、殍歹薹载道、人以草木为食”，

“井泉枯、词见底，禾无收，民以树皮为食”；洪水之年搿大水顷

刻深丈余、漂没庐舍人畜无算”， “斗粟千钱，村落无烟、盗贼蜂

起、焚掠为甚；”大涝之年搿雨潦平地，水深尺余，麦禾尽毙，人

相食”的悲惨景象·在建国前，惠民县基本处于旱无引水设施，涝

无排水出路，洪来任水横流、大雨大灾，无雨旱灾的境地·各种自

然灾害严重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，危胁着人民生活的安宁。新中

国成立后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惠民人民自力更

生，艰苦奋斗，谱写了水利建设新篇章。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

代价，利用自然地势，建成了“南灌北排”的水利工程体系。这些

工程在发展惠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中取得了很大的效益·特别是

在近十年来遇到连续干旱的情况下，由于灌溉及时，农业产量仍持

1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续上升，到1985年，粮，棉单产已ELl949年分别上升1．74和3．7倍。

这足以证实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即，水利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．

水利建设的业绩，实为可歌可颂。．，

《惠民县水利志》综合古今，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，采用记事

本末体，横排门类，纵述始末，以详实的史料，记述了惠民县人民

的治水活动，反映了惠民县水利事业的发展历程，讴歌了党领导惠

民人民在水利建设中创立的光辉业绩，是一部提供了大量翔实信息

的专业资料性文献·它的出版，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惠民水利的历

史和现状，进一步研究和掌握惠民水利的特点和规律，总结经验教

训，从而更好地处理工作中的一些现实问题·期望它在Ⅳ存史"．

“教化一，．牟资治”．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是为序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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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民县水利I程现状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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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本志的编写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

主义和历史唯物的基本观点，本着“详今略古、立足当代、回首过

去，放眼未来”的精神，因事而异，追溯事物的起源和发屁上限

根据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记述的需要，尽力延伸。T1蛳_1 985

年。书名为《惠民县水利志》。建国前的资料约占志书的百分之二

十五，依建国后的资料为主体进行编写·

一、内容： 、
．

卷首为概述，大事记。正文设十二戟即：自然地理，水旱灾

害，水资源，防洪排涝工程，灌溉工程，农田基本建设，抗旱防

汛、水利管理、水利科研、水利机构沿革、英模录及人物传，杂

记，共分四十三节。卷末附录水利文献。

概述：对惠民县自然、经济，社会及水利事业的发展、变化和

规律择其要者概而述之。

大事记：按年代依次记载古，今有关水利方面的水旱灾害，治

水活动，方针政策、机构沿革、以及有重大意义的新生事物等大

事，要事。

自然地理；从中生代燕山运动时期起，叙述惠民县的地质构

造，地貌特征，土壤类型与分布，古今水系河流的演变及水文，气

象条件· ．

．水旱灾害：记述自东周．定王五年(公元前602年)到1 9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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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惠民县2587年间的旱。涝，风雹、河道溢决等灾情及碱害·

水资源：说明惠民县地上水．地下水及可利用客水的水量、水

质及污染·并记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用水情况，分析余缺·

防洪排涝工程：包括河道治理与排水网建设·河道治理，简述

古代河道治理情况，重点叙述建国后河道扩建。施工经验及沿河

桥，涵、闸、渡槽的更新等；排水网建设，简述支沟建设，重点叙

述主要排水干沟的开挖、疏浚。

灌溉工程：记述引黄灌区．拦河蓄水．坑塘蓄水。扬水站等

蓄、引水工程的建设，井泉与提水工具的演变，以及动力排灌机械

的发展。

农田基本建设：简述建国前的农田概况，重点叙述建国后涝洼

治理、沟洫畦田．台、条，．方田等工程的建设，以及土壤改良和水

土保持措施。

抗旱防汛：记述当代水利工程的抗灾能力，以及在抗旱、排

涝、防洪活动中所发挥的效益。

水利管理：记述施工的组织与活动，工程设施的管理，以及财

务的管理办法等。

水利科研：记述水利科研项目、成果、经验交流及技术培训
启配
守o

水利机构沿革：从历代主，兼管水利的官吏，叙述到建国后建

设科、水利科、水利局和基层水利组织的建设、发展·

英模录及人物传：以当代为主，录在水利建设中涌现的先进集

体和个人：传知名度较高的已故治水人物。

杂记：为边界水事、城镇供排水，重大事故，民间测雨习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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